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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阶段的学生对于语文课程教学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理

解，因此，教师就没必要将学生已经知道的知识进行反复的讲

解，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生丧失学习兴趣。教师能在学生自主学

习的基础上为学生进行教学重点以及教学难点的着重讲解，提升

学习效率的基础上让学生对语文知识有更加直观的了解。微课就

是一种以精简化教学知识为教学内容，通过视频以及知识体系框

架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传递，促使学生对语文知识有整体

性的了解。

1　课前导入环节

课前导入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，学生通过预习能对本节课

需要讲解的知识有直观性的了解，对于提升教学效率有积极的意

义[1]。在课程开始之前，教师能用微课对本节课所要讲解的内

容对学生进行简短的阐述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帮助

学生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到教学活动中。例如：教师在为学生讲

授《林黛玉进贾府》的过程中，能利用微课的形式为学生播放

《红楼梦》的片段，让学生对本节课有更加直观的感受,学生也

能在提前了解到本节课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方便学生参与预习环

节，降低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难度。

2　推进个性化教学

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、感兴趣

的教学内容都是不同的[2]。因此，教师在对学生开展教学活动

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，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问题的

思考，还能对教学空间进行延伸。因此，在利用微课为学生开展

语文教学的过程中，教师需要选择能与学生学习情况相符合的教

学内容。例如：教师在为学生教授《中国建筑的特征》时，应该

注重对学生主动性的调动。学生在了解中国建筑物的过程中能调

动学生了解建筑物的欲望。因此，教师能利用微课为学生展示不

同建筑物如：故宫、天安门、天坛等建筑物等的特征。同时，教

师还能为学生展示一些国外的建筑物，并通过对中外建筑物进行

对比的方式促使学生对建筑物产生兴趣，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。

学生在学习中外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的对比与借鉴意识。

3　利用微课学习选修内容

在新课标改革之后，高中语文教学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转

变，语文课本被分为了必修与选修两部分，必修是考试的重点内

容，因此部分教师更加注重对于必修内容的讲解，却不能对选修

的内容进行更多的了解。但是，这一理念是不正确的，选修的内

容也是对学生的文化素养进行培养的重要方式。因此，高中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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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应该对高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讲解。教师能利用微课

的教学方式对选修课的知识进行更加详细的讲解，提升学生掌握

知识点的能力。例如：教师能利用微课将选修课程进行分类，将

其分成“国内外传记”、“古诗词精选”、“写作技巧”等不同的板

块，学生能通过微课的形式对不同板块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学习，

达到快速提升学生文学素养，增加学生知识储备的作用，促使学

生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语文学习之中。

4　课后复习

课后复习是教师检验学生课堂学习程度的重要方式，也是学

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查缺补漏的重要方式[3]。例如：教师为了解

学生对古诗词的掌握能力，就能利用微课对学生在一定时期之内

所学的所有古诗词进行整合，为学生制作“古诗词默写”、

“古诗词翻译”等课件。学生能利用微课，每天抽出 5 分钟的

时间进行古诗词的巩固，能提升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扎实程度，

促使学生进步。同时，教师还能利用微课为学生制作各种形式

的习题，学生在进行习题解答的过程中能提升学生的知识综合利

用能力，同时还能让学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之

处，并对自己掌握不扎实的教学内容进行查缺补漏以及专项练习，

促使学生进步。

5　结论

综上所述，语文教学是高中生涯中的重要教学内容，是对

学生人文素养以及语文素养进行培养的基本学科。随着思想教育

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人民群众对于教学的质量以及效率有了更高的

要求。因此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将提升教学

质量以及教学效率当成是重要的教学目标。为此，教师就能在利

用微课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系统的教学方式，创新教学

方式，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传授知识，促使教学活动有效

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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